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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high financial leverage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can easily lead to high 
financial risks, and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macro-control 
policy and the supply-side reform strateg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and fo-
cus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eakly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retrieval, judgment analysis and logical 
reasoning. Based on risk management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various types of 
financial risks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
sis methods suitable for financial risk assessment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ef-
fective control strategies for medium financial risks and non-evasive severe risks that need to be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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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房地产行业高财务杠杆容易引发高财务风险的客观实际，结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供给侧改革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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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对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围绕企业财务风险管理薄弱的现状，采用实地调查、文献检索、判断分析、

逻辑推理等方法，运用风险管理理论，系统地识别了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的各种类型，基于此，介绍了

适宜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评估的定量评价和定性分析方法，并重点针对需防控的中度财务风险和非规避

性重度风险提出了有效的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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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房地产业多是依靠筹资发展起来的。高财务杠杆必寓含高财务风险。对于尚未抓住供给侧改革

基于转型升级的房地产行业而言，其债务投资利润率不能超过息税前利润或平复负债利息率，从而产生

财务风险。2017 年全国财务最安全的 100 家上市公司里，竟无一家房地产企业。说明我国上市房地产企

业普遍存在较为重大的财务安全隐患[1]1。上市公司尚且如此，非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将更为严重。

可见，加强财务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研究迫在眉睫。 

2. 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来源与类型 

2.1. 外源性风险 

2.1.1. 政策变化风险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风向标”，也是影响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外部因

素。如 2004 年前后国家大力扶持我国房地产企业发展，为房地产企业处处开绿灯，房地产企业迎来了发

展的黄金十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2015 年针对我国房地产行业饱和问题提出“供给侧

改革”的宏观调控方案，鼓励房地产行业向产业地产方向转型，加之近年陆续出台的限购政策，给如华夏

幸福这样的大型房地产上市企业，造成积压库存难以处理，财务风险应运而生。 

2.1.2. 利率波动风险 
众所周知，房地产企业都是负债经营的，所以，当银行的贷款利率提高，那么将会导致房地产企业

负债的成本大大提高，所以利率变动对房地产企业影响非常大。如 2014 年前后，银行对房地产企业的开

发项目贷款利率提高，使得房地产企业在前期的财务费用激增，最终导致房地产企业收益降低，形成财

务风险，并且也影响了投资人对企业的投资，导致融资活动受到影响，进一步造成财务风险。 

2.1.3. 税制改革风险 
我国的税制政策的特点是税种多，所有收入都要纳税，而房地产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涉及众多税种

税目，如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不论哪个方面的税率提高、纳税

的方法变化都会对房地产企业造成相应的税务风险，也是财务风险。 

2.1.4. 房地产市场风险 
房地产行业是高风险又伴随着高收益的而特殊行业，2003 年左右的国家发布优惠政策促进房地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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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蓬勃发展，房地产行业在近十年的发展中涌现了大量的大大小小良莠不齐的房地产企业，导致房地产

市场过于饱和，形成了诸多矛盾：现如今 90%的家庭拥有住房，却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有很多人买不

起房：房地产企业手中仍有大量库存，在城镇中房地产开发趋于饱和，已没有那么多未被开发的土地。

房地产企业的资本变现能力愈加堪忧，财务风险不言而喻。 

2.2. 内源性风险 

2.2.1. 经营性风险 
房地产行业与制造业、服务业或零售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生产的产品是房屋和地产，具有开发成

本高，经营周期长、资金占用量大的特点。企业在征地阶段便开始支付土地出让金并缴纳契税和预缴土

地增值税，征用耕地的还要缴纳耕地占用税；土地开发和房屋建造阶段需支付大量人员工资、物料和设

备装备费用等；销售阶段还要支付不菲的促销宣传和广告费等。据《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 TOP10 研究报

告》显示，2017 年中国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平均开盘时间为 6.9 个月，现金流回正周期为 1~3 个月[2]。
所以，房地产是用资金堆积起来的行业，也是依靠筹融资支撑的产业。新三板上市房地产企业 2017 年报

显示，国内 17 家房地产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 60%。其中，主营物业管理服务、地产开发前期配合物业及

其他服务的智善生活的资产负债率高达 80.72% [3]；大陆在港上市房地产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值为 78.23%，

其中三成左右资产负债率超过 80%，触及负债率红线[4]。而工期是硬性的不可缩短的，一旦盲目缩短工

期便会产生质量问题，并且遇到自然因素等不可抗力的影响也会使工期进一步的延长，所以导致房地产

企业的资产周转率整体偏低于制造业、零售业等其他行业，由此也会影响企业的财务风险。 

2.2.2. 人才流动风险 
房地产行业中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房地产经营者的专业素质与经营智慧在企业决策与经营管理中

也就至关重要，错失房地产市场机遇和转型机遇，将掩埋重大的经营风险；房地产行业间管理层人员流

动性较大，势必会影响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方向与决策的执行力，易产生不必要的额外成本；而技术人员

的流动会影响工程的完工进度与工程成本的控制，财务人员的流动将影响会计核算和预算控制，以及筹

资投资等财务活动分析以及风险评估。近年来，房地产企业会计人才流动频繁是普遍现象。会计流动导

致核算方法、分析口径和会计政策运用等差异，前后各期业务归集科目、会计报告内容结构、具有勾稽

关系的相关财务指标历史延续性和衔接紧密型受到很大影响，无形中掩埋一些财务风险且难以得到及时

识别。所以，人才的管理与控制具有影响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效应，房地产企业若忽略人才流动对财务

风险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发展缺陷。 

2.2.3. 投筹资风险 
房地产企业资产结构的配置，对于企业财务杠杆的管理，将会影响企业资金的流转。房地产企业普

遍通过举债来筹集资金，利用财务杠杆为企业带来丰富的资金流量，但是如果对财务杠杆的管理不够合

理，资本结构控制不足，则很可能出现无力偿还的情况，产生财务风险。而产生筹资风险后，也会导致

投资者信用缺失，使企业进一步产生再筹资困难的情况。目前，国内房地产行业主流融资方式主要为自

有资金投入、银行信贷借款和项目预租预售款。房地产企业投资项目很多但自有资金有限，自有资金投

向和投入比例不同，项目投资和经营周转金缺口是每个房地产企业无法回避的事实。这样，就需要开辟

各种筹融资渠道和方式，实现理想预期规模的筹融资。而筹资规模过大或过小，用资管理控制手段不够

先进，亦或资金投向缺乏科学论证，都将产生不同的财务风险，包括筹资风险和投资风险等。 

3. 房地产行业财务风险测度 

财务风险度量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评估方法确立与应用。通常，财务风险度量方法包括定量评估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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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估两种。 

3.1. 定量测度 

从技术层面讲，财务风险度量应采用定量指标体系进行科学论证，得出各种风险指标值后，确定所

识别的各种财务风险水平，包括重度风险、中度风险和轻度风险。进而，为制定各种应对策略奠定基础。

具体到每个房地产企业，均应遵循该思路和方法开展财务风险的水平的度量。定量度量方法很多，例如：

数理统计法、杠杆分析法、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实践中，各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成因不同，影响要素

各异，其财务人员进行确立的度量指标体系也需因事制宜，结合需度量风险的侧重点，灵活把握和选择

最适宜的测度方法。例如拟测度企业财务风险危机，就适宜选用相对简单而又比较科学的 F 值分数模型。

F 为企业破产指数或财务危机临界值，表达企业财务风险危机的风险上限标准，它与企业资产流动性比

率(X1)、获利能力(X2)、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偿债能力(X3)、出售公司股票偿债能力(X4)、总资产创造现

金流量能力(X5)等五个相关财务变量呈非线性关系，函数表达式为： 

1 2 3 4 5F 0.1774 1.1091X 0.1074X 1.9271X 0.0302X 0.4961X= − + + + + +  

实际应用时，企业需根据期末资产和负债总额、流通股数量、A 股流通股数与价格等指标，计算出

窗口期内各年股东权益市场价值；继而，逐一测定各年的 X1~X5 的指标值；再将各项 X 值代入模型，即

可测算出F值；最后，将模型结果与F值标准比较，即可判定被评估企业财务风险状况。F值标准为0.0274，
若被评估房地产企业 F 值 < 0.0274，则预测企业将要破产；反之，可预测企业持续生存。F 值临界点区

间范围[−0.0501, 0.1049]内为企业财务状况不稳定，可能由于指标准确性而形成误判可能性。 

3.2. 定性测度 

定性度量是房地产企业对已经识别的负债风险、投资风险、信用风险等，根据各项相关财务指标反

映出的风险倾向进行观察和分析，对财务风险水平或程度以及重大财务风险的成因做出定性结论的判断。

定性评价是利用风险评估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判断，强调对各类财务风险水平、影响和成因等进行观察、

分析、归纳与描述。一般来说，经评估确认的财务风险分为轻度风险、中度风险和重度风险三种，其中

的重度风险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次重度风险和高重度风险两种。通常，轻度风险属于房地产企业在投筹

资过程中常见的弱风险，如按期付息压力、投资回报率较低等，往往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破解，不会给

企业造成经济创伤，企业完全能够忍受或接受的问题；中度风险发生在投筹资或经营过程中，风险压力

较大，需要严格控制，否则容易给企业造成重大财务损失和巨大经营挫折或生命灾害和的风险类型，如

投资项目夭折致使资金无法收回、到期债务无力清偿、临期地产无资开发、建安工程不能如球场交工等；

次重度风险居于中度风险与高重度风险之间，需要采取严格控制措施以避免风险危害，如房产积压收入

低微导致巨额贷款付息艰难而贷期逼近，迫使企业加快促销和加速新贷以避免资金链断裂危机。而高重

度风险是会产生损及房地产企业持续生存能力或给予其致命打击的重度风险，该类风险一旦爆发，令房

地产企业无法承受也无力控制和避免。比如企业拟投标公益性项目，但建设期将面临资金高度紧张而企

业有陈贷未还，其筹资渠道被逼向高息借款死角，采用高利贷资金经营微利项目显然得不偿失甚至致命。

对此，企业只能放弃该项目投标计划，来避免高利贷危机可能产生的财务危机。 

4. 房地产行业财务风险控制 

从理论上讲，风险控制应依据风险评估结果。但风险评估主要是确定财务风险水平和程度，为实施

财务风险控制提供目标。如果研究财务风险控制策略，还必须进一步掌握评估确立的各类中度风险和次

重度风险的成因，以便于有针对性地制定控制措施。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9216


刘永伟，王树锋 
 

 

DOI: 10.12677/ass.2019.89216 1602 社会科学前沿 
 

4.1. 房地产业财务风险成因 

就房地产业财务风险成因而言，主要围绕财务风险管理意识淡漠、内部控制乏力、资本结构失调等

三方面评估。 

4.1.1. 财务风险管理意识淡漠 
目前大多数企业都已经很注重对投资风险的把控，不会在一个项目上砸下巨款，不过企业对于具体

投资项目风险状况未能够做出充分的估计，不少企业会出于想要抢占先机的目的，未对项目进行科学系

统的评估便开始着手设计与开发，这就使得房地产企业未能够对项目的风险状况以及自身的财务风险进

行预估和警示，从而为企业自身埋下一系列财务风险隐患。而且企业内部财务相关人员中，高级财务人

员及以上财务人员占比过少的问题也是存在，这就导致企业财务人员专业素养不够，在实际经营管理过

程中，企业对财务人员的素养提升不够重视，导致财务人员难以有足够的能力与眼光去看待企业财务风

险。 

4.1.2. 成本管理和预算控制乏力 
部分企业对于成本管理的把控不够，导致许多额外成本的虚耗，房地产企业成本费用主要由安装和

拆迁费用、征用土地费用、材料和设施费用、工程费用以及人工费用等构成。实际上很多房地产企业往

往不过多考虑成本管理工作，经常出现比如成本控制不全面、在控制成本时未能综合考虑各目标要求，

很多房地产企业不重视预算的力量会导致很多不合理的预算或因没有准备好就开始着手设计与开工导致

后期修改，致使预算一再超标的情况发生。预算控制乏力，意味着资金使用环节或经营管理存在问题，

项目运营预期效果难于实现，并且造成资金浪费，投融资等财务风险在所难免。 

4.1.3. 资本结构失调 
房地产企业内部的自有资金与融资资本之间的比例，即企业资本结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经营财务

成果与实际经营财务风险之间有巨大的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中，需要大量稳定的资金

量，用于满足自身在前期开发的支出，如果资金链一旦断裂，不仅会使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加

会导致企业信誉受损，再融资困难，甚至于企业倒闭。所以，房地产企业普遍采用以自有资金取得土地

使用权，以使用权为抵押获取下一步所需资金。由此看出，国内多数房地产企业都普遍存在自由资金匮

乏，对外筹资借款依赖性十分严重，从而破坏了资本结构的协调性[5]。当企业借入资本过多，资产负债

率就会相应提高，财务风险随之加剧。 

4.2. 房地产业财务风险控制策略 

经过评估认定的财务风险水平，房地产企业需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包括轻度风险忍受或饶让、

中度风险控制和重度风险规避。在此，针对国内房地产企业普遍存在的中度风险和无需规避的重度风险，

提出防控措施建议。 

4.2.1. 提高财务风险管理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驱动力。房地产企业必须认清其自身特点，认清财务风险就是经营风险煤制油低风险

运营才是硬道理；还要懂得财务风险是无法消除的客观实在，必须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只有这样，才能

建立财务风险责任追究制度，让企业各级各类领导、业务机构和职能部门都严阵以待，随时关注并认真

识别风险。为此要求首先要。重视会计报表的力量。毕竟房地产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的终极目标便是保

证企业拥有稳定大量的经营性现金流，现金净流量是房地产企业的财务风险风向标。会计人员通过对财

务报表的观察与分析，可以掌握企业资金筹集、使用、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等状况，据以做出财务风险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9216


刘永伟，王树锋 
 

 

DOI: 10.12677/ass.2019.89216 1603 社会科学前沿 
 

报告，经营决策者可据以做出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的决策；同时，可以高度重视纳税风险防控。房地产

企业在经营滚利活动中涉及到的税种税目多种多样，而我国目前对于税制方面的改革与调整又是处在一

个转型适应阶段，财务人员只有及时把握税制的变化，才能积极开展纳税筹划，严格控制纳税成本，并

在确保依法纳税基础上，力求节税增效，努力将纳税风险降到最低点；最后，能够主动分析运用国家政

策控制产业方向。目前房地产行业响应国家政策与宏观调控的号召，配合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已经进入

了高位盘整期，不仅行业集中度提升，而且分化特征更加明显，加之融资渠道的持续收紧与融资成本不

断走高，房地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对于国家政策与国际形势的学习，在把握大方向的情况下，制定更合

理的战略战策与财务目标，针对财务目标制定一系列财务活动的标杆。 

4.2.2. 强化债务风险预算控制 
房地产企业负债经营已经是常态，但必须强化债务风险控制。在诸多财务风险控制工具中，预算控

制刚性最强，效果最佳。为此，建议房地产企业应规范筹资风险控制程序，设立董事会直接领导的预算

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核批准公司筹资预算并监督执行。财务部门根据公司发展规划进行资金需求测算，

并提供项目资金和自有资金等相关财务信息，呈报预算管理委员会；预算管委员会结合企业自有资金供

给能力做出筹资预算建议数，下达给财务部门；财务部门据此做出筹资计划和预算草案，并附筹资分析

论证报告呈报总经理；总经理召开办公会议审议研究，重大筹资需征求董事会(董事长)意见后做出同意或

不同意的决策；财务部门负责筹资操作，并将筹集资金结果和各报告期资金运用状况、债务付息还本情

况报预算委员会，接受实时监督和指导。筹资预算控制流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inancing risk budget control of real estate company 
图 1. 房地产企业筹资风险预算控制 

 
图中看出，房地产企业针对每一项投资筹资和财务收支活动，虚心甄别风险可能存在的环节和活动

部位，警示各项财务工作行为要时刻注意财务风险分布的“关键控制点” (★)，进而围绕收付性筹资风

险控制需要，实施筹资风险的预算控制模式；房地产企业还应在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争取做好筹融资

的未雨绸缪工作，优选赊购物资设备款、出租置换房产，继而考虑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或股票，既能保

证资金及时满足经营需要，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筹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和效率，有效控制收付性

筹资风险发生。 

4.2.3.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1) 发挥内部审计的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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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企业应在会计年度终了出具内部控制执行情况报告，连同会计报

表一并接受审计鉴证和评价。房地产企业应该加强对企业内审的重视，建议将审计部门置于董事会领导

之下，直接对董事长负责报告工作。这样，可以确保内部审计独立性，也就能避免审计对企业内控健全

性和执行落地状况检查被管理层阻挠，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得到充分保证。同时，房地产企业应

要求审计参与其项目招投标、建筑施工和材料物质装备购销业务谈判及合同书立，确保审计参与内部控

制，及时消除和努力避免不应有的财务风险发生。 
2)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 
房地产企业应加强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的开发管理，既要广招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又要通过股权

激励等政策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对技术熟练工人如泥瓦匠、机车驾驶员、预算员和普通职员如会计、

营销业务员、物资采购员等，要定期开展培训和绩效考核，建立实施奖惩机制。这样，可以稳定高管、

中基层干部和普通员工，确保企业决策科学，落实执行持续一贯，管理规范有序，层层恪尽职守，人人

履权行责。从而，可多维度地降低甚至避免财务风险发生。同时，需重视财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升高

级财务人员占总财务人员当中的比例。注重在经营活动中使财务人员不断与我国政策国际的大方向相碰

撞，不断的学习与丰富自己，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重视财务风险的管理，研究最新的财务知识，结

合企业具体实际，为企业创造价值。 
3) 重视采购和应付款循环控制 
房地产企业从取得土地到“六通一平”再到房屋建造装饰完工，耗用大量材料物资装备。根据业内

专家测算，房地产开发成本构成中，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获得城镇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征用费或

拆迁安置补偿费等土地费用约占 20%~50%不等；项目开发的前期调研、策划、规划、设计费、可行性研

究、地质勘查及“三通一平”等土地开发费用或前期工程费。近 10%；房屋建设过程中所发生的建筑工

程费、设备购置费及安装工程费用等建筑安装工程费或房屋建筑安装造价，约占整个成本的 40%左右；

水、电、热、气和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费，为居民提供配套服务的各种非营利性的公用设施(如学校、幼

儿园、医院、居委会、派出所等)和各种营利性的配套设施(如商店、银行、邮局、菜市场等商业网点)以
及公共厕所、自行车棚等室外工程等所发生的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用一般在 10%~20%左右；为组织和管

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所发生的管理人员工资，差旅费、办公费、保险费、职工教育费、养老保险费等

管理费用在 2%以内。可见，房地产企业的采购和应付款业务占总成本费用的 90%以上，如果控制采购总

额 30%左右的应付款，即采用赊购和分期付款结算方式采购业务如能达到 30%，将大大缓解房地产开发

建设的资金紧张局面，降低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 
4) 健全存货管理与成本控制制度 
房地产企业存货管理刻不容缓。与其他行业不同，房地产业的存货是连带土地资源的商品房产，耗

资成本高，存货占压的资金代价大。一旦出现滞销或停售，不仅房屋资产价值自然受损，其所占用资金

无法收回却仍需支付所占压筹资的利息，还有可能延迟还本期限而遭遇加收罚息甚至金融征信降级或进

入“黑名单”的重度风险。所以企业应采取具体措施，将售卖与出租相结合，降低商品房的空置率，减

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缩短投资回收期；其次，需加强成本管理。在经营管理

活动中，要加强成本管理，对各成本项目进行明确，不仅明确名目，更要明确标准，并且要将各项成本

明确到各部门，帮助企业明确成本出处，提升成本利用度，使各个部门有效协调合作，合理有效的完成

目标。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与奖励机制，赏罚有度调动积极性。 

4.2.4. 优化资本结构 
作为资金密集型企业，房地产企业应高度重视资本结构调整和稳定。从理论上讲，房地产企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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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应达到房地产开发市场需求的总量。进入规模扩张期，可适当融入资金，但一般不宜超过资产总额

的 55%~65%，而且以短期筹资为主，这是控制现金性筹资风险的底线[5]。如果明显超过该界点，则容易

出现收付性筹资风险，甚至有资金链断裂之虞。为此，要求房地产企业财务部门结合市场经营的资金需

求实际，综合考虑资产流动质量、应收账款回收能力、商业声誉、金融征信、经营规模和库存量等多种

客观要素，用量化比例量身定制出最理想的资本结构；同时，研究制定出防控筹资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

并认真贯彻执行；最后，应该建立股权激励制度，让股权适度向公司高管、技术精英和高级人才分散转

移，以稳定人力资源。虽然有人认为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流动负债率越高，股权越集中，则企业绩效也越

高[6]。但股权都集中于少数几个投资大股东手中，会丧失其吸引人才、稳定人才和促进公司业绩增长的

激励功能，滋生财务风险。如果像东方雨虹、华夏幸福和中华企业那样，让公司聘用的高级人才和经营

员工都持有一定限售性股份，则将最大限度地激发获授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和集体责任感，积极消除经营

风险，推动房地产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4.2.5. 建立健全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房地产行业整体上普遍具有易受政策变化和市场波动影响的特点，在实际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常常

会遭遇各种未预料状况，而使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企业产生财务风险的可能。而财务风险预

警机制就是为解决这一难题而设立的。房地产企业应建立健全适合企业具体内外环境的财务风险预警机

制，运用电子平台设定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建立完善的财务风险指标体系和自动推算方法运行功能，确

保系统能够及时而准确地识别和评估财务风险，及时发出财务风险级别的提示警报，为企业财务和决策

层采取应对策略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同时，还有助于房地产企业财会和筹资预算管理委员会将当次预

警提示与本往期的预警情况作比较，或与同年度同行业间企业财务风险状况作对比，以更加科学地制定

应对策略。 

5. 结论 

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系于一身。财务风险管理到位，能够及时准确地识别出企业从项目承揽到土地

置办、再到土地开发、物料采购、筹融资、房屋工程建造、销售和存货处理等各经营环节的财务风险类

型，进而逐一评估各种财务风险水平和程度，经核查比对确定个别可接受的轻度风险和需放弃项目予以

规避的重度风险，最终筛选出需控制的中度和较重的财务风险。从而，为企业从房地产向地产产业方向

转型升级铺平道路。同时，房地产企业要高度重视国家有关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和引导政策，特别是要

认真防范金融利率、汇率政策和税收政策可能引发的财务风险，努力结合企业内外部实际环境，牢固树

立财务风险管理意识，完善企业人力资源制度，实施股权激励机制，发挥内部审计的独立监督功能，严

格落实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和财务风险的责任追究制度，不断优化资本结构，建立健全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和企业财务风险分析年报，重点围绕债务风险和纳税风险开展常态化分析评价，对大宗项目投资应在可

研报告中增加风险敏感度论证，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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